
摘 要院中国对外开放格局是沿着由南向北尧由东西向尧由沿海沿边向内地逐步梯次

展开的遥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袁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由东部沿海为重点逐步转向野西进

南下冶和野海陆并进冶遥 四川的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起步较晚遥 学者们对四川在中国

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有所研究袁但角度不同袁各有侧重遥 对四川南向开放的研究

则侧重于四川与东盟尧四川与南亚的经贸关系袁对四川南向开放的主要瓶颈要要要国际通

道建设研究不足遥 作为四川向南开放的重要支撑条件袁深化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遥 未来必须加强四川南向开放与南向国际通道建设的研究袁包括院四川南向开放与国际

通道建设的紧密关联性分析袁国际金融危机后四川南向开放的突破方向尧基本架构和策

略袁国际通道建设的路径和方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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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向开放与国际通道建设院
一个研究综述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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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演进及四川的战略

我国对外开放是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开始的遥 20 世纪 80 年代袁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

流的时代袁我国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性机遇袁基于经济尧历
史尧地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袁采取了从东部沿海到沿边地区袁再到沿江和内陆地区袁由南

到北尧自东向西尧区域倾斜尧重点突破尧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遥 先期利用沿海有利的交通运

输条件袁依托 5 个经济特区和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袁实行特殊政策袁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沿海大开

放遥1992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 5 个长江沿岸城市和 7 个边境尧沿海地区省会城市袁以
及 11 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1]遥 至此袁中国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袁四川的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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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遥
东部沿海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遥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袁我国一直采取出口

导向战略袁即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尧土地等要素资源低成本优势, 以及东部沿海的区位和政策

优势袁争夺和占领国际市场遥 但这种战略也曾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袁外汇占款过大从而

导致货币供给过多袁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袁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遥 同时袁GDP 长期高

速增长导致资源消耗量非常巨大袁国内资源和环境约束难以满足发展需要遥 因而袁我国的对外

经济战略必须转型袁即应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争夺和占领国际市场袁转向配置全球资源而开

发国内市场遥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从注重野引进来冶逐步转向野引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并重袁国际

资源要素流动由单向流动变为双向流动[2]遥 与此同时袁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也在悄然变化遥
中国对外开放走向野西进南下冶遥 进入 21 世纪袁面对东南亚和南亚的迅速发展袁中国和这

两个地区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袁进出口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袁而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能源

安全等问题考虑袁美国实行重返亚太和国内制造业振兴战略袁欧美尧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这两大

区域的关注度不断增强袁南海局势复杂化遥 中国已意识到不仅要面向太平洋开放袁更要占据印

度洋的战略制高点袁野两洋战略冶就此确立遥 同时袁国际金融危机后袁在劳动力尧土地尧资金等要

素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袁中国传统的制造业优势日益丧失袁原来的开放前沿阵地面临新的

挑战袁竞争形势日趋复杂袁中国野西进南下冶成为必然袁以实现野东西齐飞冶尧野海陆并进冶的全方位

开放战略袁打破欧美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围堵遥 西南省区处于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阵地袁各省

区以东盟尧南亚为重点袁纷纷确立了自己的对外开放战略遥
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打造野一枢纽尧三中心尧四基地冶袁大力实施充分开

放合作战略袁变野天府之国冶为野天府之域冶遥 之后进一步明确了开放合作的方向和思路袁即野三
向拓展尧四层推进冶袁其中南向开放合作居于突出地位袁提出要以西南出海大通道尧南方丝绸之

路为纽带袁扩大与东盟和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遥 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则成为重中之重遥 为

加快建设贯通南北尧连接东西尧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袁2009 年袁叶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规划曳在众多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参与下出炉遥 经过几年紧锣密鼓地大建设袁四
川内外交通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袁西部综合交通枢纽雏形显现袁为四川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

地袁构建内陆开放高地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袁四川将由国家战略的大后方转变为国家对外

开放的前沿阵地袁从而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遥
二尧关于南向开放与国际通道建设重要意义的研究

渊一冤关于中国的南向开放战略

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中国要东盟自由贸易区尧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尧以及泛珠三角如何参

与合作方面遥 渊1冤贺圣达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行了 60 年回顾袁并对中国要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建设和大西南的参与情况作了梳理袁认为中国西南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袁并且二者具有人文相近尧地缘相亲尧经济资源尧产业和产品结构互补的优势袁但也存在西

南地区企业比较弱尧缺乏合作的相关制度安排以及交通瓶颈等制约因素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西南省区与东盟合作的建议[3]遥 渊2冤文富得尧陈继东等对加强中印缅孟的经贸合作的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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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袁 认为南亚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深远意义袁
并对合作的框架和策略提出了自己的构想[4-6]遥 渊3冤胡娟尧邓蓝就学者们对野南亚研究的新形势

与新挑战冶的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7]遥 渊4冤张俊等对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遥 认

为野9+2冶在全国的地位十分突出袁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极和融入全球经济和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8]遥
渊二冤关于中国国际通道建设

学者们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国际通道的特征尧功能尧定位袁以及建设的必要性尧制约

因素和主要任务遥 陆成云尧冯浩探讨了国际通道的定义尧主要特征尧基本功能尧基本性质和基本

定位袁并对我国国际通道布局和能力做了进一步分析[9]遥 胡勇则认为袁国际大通道是指以铁路尧
高速公路尧输油输气管道等陆路交通基础设施为依托的跨国运输大通道袁是战略通道多元化

的一部分袁能够分担海上战略通道的风险袁在现实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曰并提出将国际

大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加强对国际大通道的规划袁加大西部交通建设的投入力度[10]遥 孙

永福等对我国西部铁路通道建设的问题尧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袁并提出了建设区域通道尧内部通

道和国际通道的主要任务及对策建议[11]遥 谢洪忠尧张洪对云南建设我国通向东南亚尧南亚国际

大通道的主要制约因素[12]袁刘稚对云南大通道建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袁认为通道建

设事关民族团结尧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13]遥
渊三冤对四川南向开放和国际通道建设的研究

四川学者从西部大开发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时代背景出发袁比较关注四川对外开放与

国际通道建设的相互关系袁四川如何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袁以提升四川在对外开放格局中

的战略地位遥 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尧西南交通大学等机构为首的一批学者袁如袁林凌尧刘世庆尧
盛毅尧王小琪尧戴宾等教授对此均有研究报告袁相应的对策建议也被四川省委省政府采纳并写

入相关政府文件中遥林凌认为袁应该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袁把交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袁尽快建

设城际铁路尧高速公路袁通向边境口岸的铁路尧公路尧向西开放的国际通道遥 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尧
南亚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将促使西南云桂边疆成为我国又一个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14]曰西部

大开发使四川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袁四川作为交通枢纽尧产业基地尧国际商贸中心的作

用将日益显现袁四川将由国家的战略后方转身成为向西开放的中心和桥头堡[15]遥刘世庆尧王娟认

为袁四川应借助野9+2冶和野10+1冶建设的机遇袁向东南亚和南亚拓展袁尽快打通通道借船出海袁尤
其是通往泛珠三角的通道袁并要注意构建梯度发展的合作平台[16]遥 戴宾认为袁野十二五冶时期袁四
川省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战略思路应当从基本数量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袁 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协

调发展袁建立和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遥 四川地处西部内陆袁必须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袁既
要形成向东出海通道袁更要打通向南尧向西国际通道袁架起四川融入世界的陆海空桥梁[17]遥

三尧四川与东盟的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袁从中国要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的背景出发袁对四川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尧制约因

素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遥 提出了建立大通道袁加强四川与东盟的合作袁积极融入中国要东

盟自由贸易区袁是四川对外开放合作新的生长点遥 周俊对中国加入 WTO 和建立中国要东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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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区对四川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袁 分析了四川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曰
认为四川没有云南和广西等沿边和沿海省份拥有的区位优势及合作历史优势尧产业结构和布

局不合理尧四川与东盟以及相邻省份竞争大于合作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尧区内交通和出境

大通道的制约导致物流成本过高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川必须加快现代化立体交通和通讯信

息网络体系建设袁积极建立野大通道冶袁消除瓶颈制约袁扭转区位劣势袁以确保日益增多的商流尧
物流尧人流和信息流畅通无阻袁为四川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广阔的

空间[18]遥温静则认为袁从四川的地理区位看袁向东借长江黄金水道实施开放袁面临三峡大坝通航

能力饱和的制约曰向北借欧亚大陆桥实施开放袁面临独联体尧中亚和东欧各国经济发展缓慢的

钳制曰向西借道西藏实施开放袁面临落后的交通和恶劣的环境限制遥 而向南利用泛亚大铁路进

出东南亚袁积极融入中国要东盟自贸区袁则是一条新兴的对外开放捷径袁是四川实施充分开放

战略的突破口[19]遥 王小琪认为袁南向开放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野三向拓展尧四层推进冶开放合作

战略中居于突出地位袁而对东盟开放合作又是南向的重点袁指出四川南向开放合作具有前所

未有的机遇袁并提出了在优势产业尧基础设施建设尧劳务方面加强合作以及共同打造资金洼地

的战略构想袁认为东盟将成为四川省开放合作的新生长点[20]遥
四尧四川与南亚的关系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四川与南亚区域合作的机遇尧挑战尧合作趋势袁参与合作的国家战略利益和

重要意义方面展开论述袁并提出了加强合作的对策建议遥
杨文武尧赵肇伟认为无论从历史和现状袁还是从其合作发展的变动趋势来看袁四川与南亚

区域经贸合作均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遥 这些机遇包括院源远流长的经贸往来奠定的历史

基础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双边和多边贸易组织的建立和相关制度安排奠定的组

织基础袁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袁新的贸易通道将为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奠定多元

化的贸易渠道基础等曰但是挑战同样不可忽视院不重视四川与南亚的经贸合作尧中印冷战思维

的制约尧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似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尧缺乏健全的互信机制和

贸易制度安排尧欠灵活的市场运行机制和欠规范的市场秩序都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四川与南亚

的经贸合作[21]遥
陈继东分析了中国参与南亚区域合作的重大战略利益遥 在经济方面袁南亚是仅次于东亚

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袁未来南亚将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袁中国要维护在印度洋的海上

运输通道安全也需要中国与南亚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曰在政治方面袁除印度外袁中国与南亚其

他国家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袁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袁在西藏尧台湾尧人权等涉及中国国家核心

利益问题上袁南亚各国给予了宝贵支持袁而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

相近袁合作也正在增多袁南亚是中国重要的外交资源曰在安全问题上袁野东突冶尧野藏独冶与南亚国

家的恐怖组织尧分裂势力有着密切联系袁中国加强与南亚国家的反恐尧反分裂合作有助于维护

中国西北尧西南边疆稳定和安全袁维护祖国统一遥 鉴于南亚内部的凝聚力较弱以及印度答应中

国作为南盟观察员的态度复杂袁陈继东认为袁中国参与南盟的合作不可高调袁应顺其自然尧逐
步推进袁并探索新的合作模式[2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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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富得对国际金融危机后袁加强中国西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途径进行了探讨曰对金

融危机以来南亚内部各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进行了分析袁认为南亚国家由于政治环

境和安全形势不同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不同袁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形势也明显不同袁呈现

出野阴晴两重天冶的特点袁并且短期内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改变[23]遥
李后强尧杨文武系统分析了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的主要成绩和问题袁认为在贸易尧投资以

及经济技术三方面合作具有巨大潜力袁提出要强化对南亚的开放意识尧借助野西博会冶平台构

建长效合作机制尧实施大开放战略尧成立民间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智力支持尧建设投资创业园

区尧创建南亚领事中心尧积极缔结友好城市等对策建议[24]遥
戴永红尧秦永红尧彭念认为经济全球化尧次区域合作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入袁为我国从面向太平洋的东部沿海开放转向通过西部沿边陆路面向印度洋的开放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袁由此提出四川要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新构想曰重点探讨了地方

政府在四川要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中的作用[25-26]曰并认为袁南亚国家与中国和中亚国家

特殊的地缘政治战略关系决定了其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7]遥
五尧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深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渊一冤现有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袁学者们对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演进路径以及新形势尧新变化袁西南地区在对外

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所研究袁部分学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我国的国际大通道建设

提出了相关见解曰在四川南向开放方面的研究袁主要侧重于与东盟尧东南亚和南亚的经贸合作

领域袁提出了合作存在成绩尧问题尧机遇和挑战以及相应的建议袁部分学者侧重于研究南亚内

部的经济发展遥 但相对来说袁都比较宏观袁或者比较技术性袁而对四川南向开放及国际大通道

建设的专门性研究较少袁散见于部分学者的相关文章中遥 因此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和梳

理袁以期打破四川交通瓶颈袁提升四川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四川乃至全国的对外开放格局[28]遥
渊二冤深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1. 突出四川南向开放袁通过南向国际大通道建设袁完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和对外通道建

设袁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袁形成我国东要西尧南要北并进的新型开放格局袁有利于维护国家

经济安全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尧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遥
2. 有利于实施国家野走出去冶战略袁加快与周边国家次区域的合作进程袁充分利用国内外

资源和市场袁缓解资源能源紧张矛盾和扩大进出口贸易袁实现野东方不亮西方亮冶袁化解国际金

融危机尧粮食危机尧能源危机以及打破美欧等大国的围堵遥
3. 有利于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袁尤其是川南城市群和攀西地区的发展袁为构建野多点多

极支撑冶战略形成重要支撑袁建设成为川尧滇尧黔尧渝结合部综合交通枢纽袁建成四川沿江和南向

对外开放门户和桥头堡袁成渝经济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袁促进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协调发展遥
4. 有利于优化四川城镇体系袁改变成都一城独大的局面遥 四川规划建设的百万人口特大

城市中袁除成都外共 9 个特大城市袁其中 5 个在川南和攀西袁位于四川南向开放的前沿袁加大南

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力度袁有利于增强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辐射能力袁促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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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核尧四群尧五带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袁促进经济尧城镇和人口的合理分布袁形成科学合理

的现代城镇体系遥
5. 有利于畅通内外通道袁改变野蜀道难冶的宿命袁变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袁充分发挥资源尧

人才尧产业和服务优势袁最终成为经济优势袁辐射西南袁带动西部袁全方位参与中国要东盟尧中
国要南盟以及各种次区域合作袁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袁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袁建设中

国内陆开放高地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遥
六尧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一袁纵观学者们的研究袁很少将四川南向开放与国际通道建设结合起来研究袁对二者的

密切相关性关注不够袁因此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二者的紧密关联性袁包括交通建设与区域

经济尧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袁国际通道建设在四川南向开放中的支撑作用遥
第二袁面对新形势尧新挑战袁进一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后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性尧突破方

向以及基本架构和开放策略遥
第三袁结合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和南向突破的大开放战略袁进一步提出四川南向国际

通道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对策方略袁为将四川由对外开放的野大后方冶转变为野大前沿冶架桥铺路袁
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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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ard Opening-up and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Sichuan: A Literature Review

ZHOU Jun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y,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opening-up in China is shown as an echelon mann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China,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nd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to the inland.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situation both home and abroad, the strategy of opening-up in China turns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key development regions before, to Westward and Southward Opening-up and Coast and Inland Advancing
Abreast. The opening-up of Sichuan started rather late i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Scholars have made
certain researches on the strategic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Sichuan in the opening-up pattern of China, but
their studies laid emphasis on different aspects and star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on the
southward opening-up of Sichuan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chuan and the
Associate of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and the South Asia. However,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which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southward opening-up of Sichuan, needs more work and efforts.
As a significant supporting condition of southward opening-up of Sichuan, it is of great strategy to deepen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southward opening-up and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Sichuan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tight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uthward opening-up and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Sichuan, the breakthrough direction, basic framework and tactics of southward
opening -up of Sichuan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s well as the rou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 opening - up strategy ; southward opening - up ; international channel construction ;
Sichuan ; ASEAN;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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